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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治水经验可为他国提供借鉴”

中国以占全球 6%的淡水资源，确保了世界近 20%人
口的粮食安全和饮水安全，创造了世界18%以上的经济总
量，中国治水成就世界瞩目。

中国建立健全并实施一系列节水制度政策，近 10年
来在经济总量增长近一倍的情况下，全国用水总量控制
在6100亿立方米以内。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全球环境参赞泽维尔·勒弗莱夫
关注到中国“节水优先”的理念，并表示“中国治水经
验可为他国提供借鉴”。

法国尼斯索菲亚综合理工学院教授、中国水利水电
科学研究院特聘教授菲利普·古尔贝斯维尔认为，中国的
水权交易机制使各地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灵活使用水资
源，这种政策的实施有效调控了水资源使用，对其他国
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埃及开罗大学地质与水资源教授阿巴斯·沙拉基说，
中国为改善水资源管理、提高用水效率、消除水体和水
道污染付出巨大努力，取得巨大成就。

中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先后实施以南水北调
东中线一期、引江济淮、引汉济渭、珠三角水资源配置
工程等为代表的重大跨流域、跨区域引调水工程，全国
水利工程供水能力超9000亿立方米。

“中国在水利工程建设方面积累了大量先进经验。”
世界水理事会荣誉主席本尼迪托·布拉加说，中国一直积
极参与国际涉水合作，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中国治水成
就、分享治水经验。

中国尊重河流生存与健康基本权利，把自然界河流
视作生命体，着力建构河流伦理。通过实施母亲河复苏
行动，推进地下水超采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让越来越
多的河流恢复生命、流域重现生机。

5月21日，第十届世界水论坛“河流生命：水系连通
与生态流量”议题分会暨 《河流伦理建构与中国实践》
报告推介会举行。推介会上，国际专家进行交流研讨，
认可中国建构河流伦理的主张。

国际水电协会副首席执行官巴勃罗·瓦尔韦德表示，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非常契合当前水资源管理
的伦理和原则。通过保护绿水青山，可以实现经济效益
和生态效益的双赢。

“过去，我们对河流缺乏关怀、尊重，没有考虑河流
自身的生命需求。”世界银行东亚太平洋地区副行长曼努
埃拉·菲罗说，中国在河流治理方面不乏优秀案例，这些
案例展示了如何保护自然、与自然共行。

“荷兰与中国的水利合作历史悠久，我们愿意借鉴中
国经验。”荷兰王国水特使梅克·冯·吉尼肯说，荷兰重视
基于自然的水资源解决方案和生态水文，很高兴看到中
国与荷兰在这方面同频共振。

近年来，中国坚持“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
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加快推动水利高质量发展，
在实现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涉水目标方面取得
重大进展。

据了解，中国水利部向联合国 《水行动议程》 提交
了 28项自愿承诺，并将其细化实化至年度计划，目前部
分承诺已经实现，其他承诺正按计划持续稳步推进，确
保2030年全部兑现。

推动中国与世界共享水电技术和标准

本届世界水论坛同期举行了世界水展，中国馆位于
国家馆主馆区，全面展示中国在河湖生态环境修复、完
善防洪工程体系、保障供水安全、节约用水、智慧水利
建设等方面的成就。

参展中企的一系列海外项目引得观众驻足了解：大
禹节水集团展示了其在越南、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
坦、赞比亚等地的节水项目；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展示了
其设计建设的 1000余个海外水利工程；中信环境投资集
团展示的污水净化装备能有效处理难度高的工业废水，
在哈萨克斯坦、印尼等地得到广泛应用……

世界水理事会主席洛克·福勋表示：“中国这样的泱
泱大国，有非常多的前沿治水理念和先进经验。”近年
来，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中国加速与共建
国家共享兴水治水经验技术。

达巴尔水电站是波黑目前在建的最大水电站，由中
水北方勘测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设计。近日，水
电站初步设计方案获得业主工程师批准。

水电站设计过程中克服了诸多技术难题。“达巴尔水
电站自上世纪 60年代起就开始规划，时间跨度大、技术
难题多。”中水北方公司海外事业部海外厂房所所长张忠
辉说，项目团队先后解决了喀斯特地区库区渗漏、长引
水隧洞水头损失控制、厂房涌水量大等难题，使中企在
欧洲高端水电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是世界上水库大坝最多的国家，拥有丰富的技
术积累。

中水北方公司项目团队结合中国建坝的工程经验，
优化达巴尔水电站设计方案，受到业主认可。“比如，我
们根据中国工程经验，将调压井由水室式改为阻抗式，
优化了调压井与引水隧洞布置，让工程布置更为合理、
紧凑。”张忠辉说。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水利与农
业机械工程大学等共建的中乌节水农业海外示范园，采
用太阳能喷灌和智能水肥一体滴灌，将中国先进的智能
灌溉技术带到中亚。智能灌溉设备使示范园节水50%的同
时，棉花产量提高50%。

中国大坝工程学会发起建设的“工程医院”技术服
务云平台，通过提供在线咨询、打造“慕课”教学中
心、共享中国坝工技术资料等形式，服务中国水利水电
领域优势技术“走出去”。目前，“工程医院”已整理上
传技术资料 1.5万份，建立起由 119个国家的 2.77万名专
家组成的专家库。国际大坝委员会前主席迈克尔·罗杰
斯表示，“工程医院”推动中国与世界共享水电技术和
标准。

“中国实现了水资源管理水平的提高、水生态水环境
的恢复和改善，中国治水思路受到各国欢迎。”联合国粮
农组织土地与水资源司司长李利锋说。

致力于全球水安全、水繁荣

一批批水利项目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落地，助
力当地提升供水、供电保障能力，有效增进民生福祉。

巴基斯坦卡洛特水电站是中巴经济走廊首个水电投
资项目，该水电站由长江设计集团勘察设计。参与项目
实施的长江设计集团副总工程师鄢双红记得，10多年前
第一次到巴基斯坦时，村庄电力不稳定，不少家庭备着
发电机，有些家庭买了空调，却只能成为“摆设”。2022
年6月，卡洛特水电站投入运营，满足了当地500万人用
电需求，给当地民众生活带来巨大改变。

由黄河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设计的凯乐塔水电站是
几内亚的标志性工程，工程效果图被印在该国最大面值
货币上，成为中国水利走向世界的精美“名片”。凯乐塔

水电站发电量占到几内亚全国发电量的70%，彻底改变了
几内亚首都及周边地区电力短缺问题。

由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和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承建
的苏丹上阿特巴拉水利枢纽，具有灌溉、供水、发电等
多种功能，为300万人提供饮用水保障，为上百万人提供
电力供应，农业灌溉面积达 50 万公顷，为 700 万人解决
灌溉用水，该工程使苏丹1/3人口直接受益。

由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承建的赤道几内亚马拉博市
污水处理工程，是赤道几内亚规模最大的环保项目。工
程运营后，马拉博市 20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得以解决，当
地公共卫生状况也明显好转，疟疾发病率由40%降至8%。

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外水利合作项目聚焦生态
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形成了接地气、聚人心的合
作成果，受到广泛赞誉。印尼公共工程和住房部长巴苏
基·哈迪姆尔佐诺表示，中国治水实践彰显了中国致力于
全球水安全、水繁荣，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心。

水是战略性经济资源、控
制性生态要素，是人类生存和
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保障。当
前，国际社会普遍认识到水安
全是全球性共同挑战。

中国是世界上水情最为复
杂、江河治理难度最大、治水
任务最为繁重的国家之一。近
年来，中国坚持“节水优先，
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
力”治水思路，统筹施策解决
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
等新老水问题，全面推进国家
水网建设，中国水利事业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
革，在推进落实联合国 2030 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涉水目标方面
取得了重大进展，为全球水治
理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整体跃
升。中国不断完善以水库、河
道及堤防、蓄滞洪区为主要组
成的流域防洪工程体系及雨水
情监测预报体系，成功战胜一
系列严重洪涝灾害，近 10 年洪
涝灾害年均损失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比例由上一个10年的0.51%
降至0.24%。

水 资 源 配 置 格 局 不 断 优
化。中国立足流域整体和水资
源空间均衡配置，加快实施一
批重大引调水工程和重点水源
工 程 。 国 家 水 网 建 设 全 面 推
进，初步形成了“南北调配、
东西互济”的水资源配置总体格局。

乡村全面振兴水利基础不断夯实。中国全面
完善农村供水和农田灌排工程体系，规模化供水
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 60%，农村自来水普
及率达到 90%，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到 10.55 亿
亩，在占全国耕地面积 55%的灌溉面积上，生产
了全国77%的粮食和90%以上的经济作物。

江河湖泊面貌实现根本性改善。中国尊重河
流生存与健康的基本权利，着力建构河流伦理。科
学确定江河生态流量保障目标，实施母亲河复苏行
动，京杭大运河实现百年来首次全线通水，永定河
等一大批断流多年的河流恢复全线通水，越来越多
的河流恢复生命，越来越多的流域重现生机。

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全面提升。中国加
强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推进江河水量分配，实
施国家节水行动，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动用
水方式由粗放低效向集约节约转变，近 10年来在
经济总量增长一倍的情况下，全国年用水总量控
制在6100亿立方米以内。

水利治理能力实现系统提升。中国全面建立
河长制湖长制体系，深化流域统一规划、统一治
理、统一调度、统一管理，长江保护法、黄河保
护法等重要法律法规颁布实施，数字孪生流域、
数字孪生水网、数字孪生水利工程加快建设，水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推进。

新发展阶段，中国坚持“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
展和高水平安全，不断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
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能力、水资源优化配置能
力、大江大河大湖生态保护治理能力，完善水治
理体制机制法制体系，加快发展水利新质生产
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伟业提供有力的水安全保障。

（作者为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院长、党委
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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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25日，第十届世界水论坛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举行，中国治水实践和经验受
到与会官员、专家关注。

近年来，中国加速同世界共享治水智慧：与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共商治水良策、共享治
水经验、共建治水平台，推动建设一个人人享有水安全的美丽世界。

图①：洪泽湖周边滞洪区治理工程
是治理淮河 38 项工程之一。5 月 16 日，
江苏省宿迁市泗洪县半城镇，洪泽湖周
边滞洪区治理工程环湖大堤施工现场，
施工单位正在紧张施工。

张连华摄 （人民视觉）

图②：5 月 19 日，安徽省合肥市庐
江县引江济淮工程柯坦段，满载货物的
船舶缓缓向长江驶去。近年来，引江济
淮工程加快配套项目设施建设，水资源
优化配置能力不断提升，黄金水道效果
显著。

李红兵摄 （人民视觉）

图③：5 月 21 日，在湖北省宜昌市
秭归县拍摄的健康运行的三峡水利枢纽
工程。

王 罡摄 （人民视觉）

▲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水利工程。
陈 红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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